
多年来，我国养殖业饲料豆粕主要依赖进

口。为解决饲料“卡脖子”问题，最近几年，农

业农村部大力开展豆粕减量替代行动。

豆粕减量替代初见成效

在河南省内乡县一处工地，工人正在紧张

施工。这里是牧原集团合成生物产业园，预计

今年三季度末就可试运行。项目一期投产后，

每年将生产氨基酸 3 万吨，替代豆粕饲料。

牧原股份总裁助理袁合宾告诉记者，牧原

集 团 早 在 2000 年 就 开 始 推 行 低 蛋 白 日 粮 ，

2023 年豆粕用量是 5.7%，对比社会养殖 13%的

豆粕用量低了 7.3 个百分点。牧原采用的低蛋

白日粮技术与行业相比，大豆用量节省了 31

公斤/头，饲料成本节省了 15 元/头。这一技

术如果推广到全国，按每年约 6.5 亿头生猪出

栏计算，能节省大豆 2000 万吨。而且，日粮蛋

白大幅降低后，每头猪氮排放可降低 1.26 公

斤，环境污染可大幅下降。

2020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促进玉米、豆粕减

量替代。2021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饲料中

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方案》和《猪鸡饲料玉

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2022 年 9 月 19

日，农业农村部召开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工作推

进视频会，要求在全行业深入实施豆粕减量替

代行动，加力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加快推进

替代资源开发利用，以牢牢掌握养殖业稳产保

供主动权。

经 过 努 力 ，相 关 工 作 初 见 成 效 。 2023

年，全国豆粕在养殖业消耗饲料中的占比为

13%，比上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按全年饲料

消 耗 量 测 算 ，豆 粕 饲 用 消 费 减 少 730 万 吨 ，

相当于减少大豆饲用需求 900 多万吨。全国

33 家百万吨级企业生产的配合饲料中豆粕

占比为 10.8%，比全行业平均水平低 2.2 个百

分点，示范带动效果显著。乙醇梭菌蛋白制

备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适用范围由鱼类

扩大至猪鸡，产能达到 2.5 万吨。餐桌剩余

食物饲料化利用试点稳妥有序推进，探索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化运行模式和有效监

管机制。优质饲草供给也在持续增加，牛羊

养殖“以草代料”稳步推进。2023 年，完成粮

改 饲 面 积 2325 万 亩 ，收 储 优 质 饲 草 约 6850

万 吨 ，带 动 减 少 牛 羊 精 饲 料 消 耗 近 1300

万吨。

杂粕推广面临新课题

进口豆粕替代原料主要包括我国农副产

品中的菜籽粕、棉籽粕、葵花籽粕等杂粕。这

些粕类均可作为优良的豆粕替代原料，直接或

经物化、生物等预处理后用于动物生产。目前

杂粕替代进口豆粕取得较好成绩，但也面临一

些新问题。

河南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高级畜牧师郑

爱荣表示，杂粕替代进口豆粕，在基础研究、解

决杂粕自身缺陷、加工应用工艺等方面，仍有

不少工作亟待取得突破。

与豆粕的研究深度和细度相比，目前养殖

行业对杂粕的营养成分、抗营养因子及在动物

中的消化吸收率分析深度远远不够。很多地

方性小众杂粕类蛋白饲料原料还没有被系统、

全面、深入地评估开发，需要开展大量的基础

分析评价。同时，豆粕减量替代应用杂粕时需

要补充多种外源氨基酸，氨基酸的添加量、种

类、配比与动物品种、生长阶段和减量程度及

杂粕种类密切相关，目前该项技术还不完全

成熟。

与豆粕的营养价值相比，杂粕作为饲料，

一般营养成分不均衡，所含氨基酸种类不全且

含有抗营养因子。棉粕赖氨酸含量较低，使用

时需要额外添加氨基酸类添加剂。棉粕含有

棉酚，棉酚主要通过与蛋白质相结合，抑制畜

禽体内蛋白酶、消化酶的活性，从而影响日粮

蛋白质的消化与吸收。花生粕在保存过程中

极易污染黄曲霉菌，产生超标的黄曲霉毒素。

菜籽粕含有硫代葡萄糖苷类化合物，经芥子酶

的酶解作用可生成异硫氰酸酯、噁唑烷硫酮及

氰类等有毒盐及化合物，影响适口性和消化率

并危害畜禽健康。

加工应用工艺方面，现在的豆粕生产供

应体系已经成熟，杂粕生产供应与之相比，

种植品种、区域、方式和后期处理方式不同，

产量低、来源杂、种类繁多。应用杂粕或其

他蛋白饲料原料，存在供应不稳定、质量不

稳定、添加比例不稳定等问题，进而导致营

养配方不稳定、饲喂添加工艺不稳定、畜禽

生产性能甚至畜产品品质不稳定。目前，我

国杂粕类蛋白饲料原料年产 3000 万吨以上，

只相当于蛋白饲料原料总用量的三成左右，

由于杂粕类多量少，消除其抗营养因子方法

不同，其限制性氨基酸也不同，加工工艺不

完全相同，不适应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供应

要求。

仍需转观念调结构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饲 料 研 究 所 刘 魏 魏 表

示，我国有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产量丰富的

非常规蛋白质粕类资源，但是很多因含有毒素

和抗营养因子，不适合直接进行饲喂。杂粕固

态发酵是一种经济有效的脱毒手段，一方面可

消解有毒物质或抗营养因子，另一方面可产生

有机酸、小肽和益生菌菌体蛋白等益生因子，

从而有效提升发酵粕类的营养价值。研究表

明，使用酵母菌、黑曲霉和青霉混菌发酵油茶

籽粕，粗蛋白质含量从 19.78%提高到 32.17%，

同时饲料适口性得到改善。针对不同粕类，有

关部门可以引导研发优化的固态发酵工艺。

除产量大分布广的菜籽粕、棉籽粕外，其他

产量较小但具有地源性的杂粕也是地区特色

养殖的饲料原料资源，应研发各类畜禽动物

具有针对性的杂粕型日粮，拓展豆粕替代工

作的多种途径，创制更多的豆粕减量应用

成果。

郑爱荣建议在种植上调整结构。一是积

极推进粮豆轮作，因地制宜扩大大豆种植，实

现粮豆持续均衡高产优质，同时改善土壤肥

力，促进土壤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二是积极

扩大花生种植面积。花生和大豆同为豆科植

物，其主要产品都是食用植物油、蛋白食品和

饲用饼粕，但同等面积花生产量是大豆的两倍

以上，且花生秧是发展草食畜牧业的重要饲草

原料。三是扩大优质饲草种植面积。充分利

用草山、草坡、草滩、农闲田、盐碱地等可利用

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种植青贮玉米、紫花苜蓿

等优质饲草，不断增加全株玉米青贮、紫花苜

蓿、燕麦草等优质饲草安全供应，通过“化草为

粮”“以草代粮”，引导牛羊生产由依赖精料向

草主料辅转变。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对江苏、山东、

湖南 3 省 179 家养殖场自配料调研发现，这些

养 殖 场 90% 以 上 采 用 传 统 的 高 蛋 白 日 粮 ，

86%的生猪育肥户自配料中豆粕用量在 20%

以上。

业内专家表示，一些旧观念要尽快转变。

部分养殖场和饲料生产经营者片面地认为，饲

料的蛋白含量越高越好、饲料颜色越黄越好。

实际上，饲料中蛋白含量并非越高越好。蛋白

质营养的实质是氨基酸营养，需要关注的是

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的数量及其比例。过分

关注蛋白含量的高低而不重视其中氨基酸的

平衡，不仅会导致蛋白质的过度浪费，也不

利于动物健康生长，同时过高的氮排放还会污

染环境。另外，饲料颜色与饲料原料的颜色相

关，玉米、豆粕等原料颜色是黄色，颜色深浅与

饲料质量无关。

饲用豆粕减量替代重在减量，推

广 低 蛋 白 日 粮 技 术 是 减 量 的 关 键 所

在。专家认为，豆粕减量替代，既要

节流减量，也要开源扩供，把能挖的

潜力尽力挖足。我们要扩大乙醇梭菌

蛋白等微生物蛋白饲料原料产能，稳步开

展餐桌剩余食物、动物源蛋白水解物等

新蛋白资源饲料化利用试点，探索饲料

化利用技术路径和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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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然资源部集中通报

了 2024 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发

现的 80 个违法违规重大典型问

题，包括涉耕地违法违规问题 47

个 、侵 占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问 题 19

个。这些违法用地有不少和发

展乡村经济有关，尤其是发展乡

村旅游。比如广东省韶关市翁

源县未经批准擅用 280 亩土地建

设东华山风景区文旅提升工程；

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政府对违法

占用耕地挖湖造景建设东润紫

海田园项目监管不力；辽宁省辽

阳市辽阳县政府及农业农村、自

然资源部门对汤泉谷生态园“大

棚房”死灰复燃监管不力、执法

不严等。

乡村旅游连接城市和乡村，

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好方式，不仅

为城里人提供了休闲去处，也是

农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

有力抓手。

但 是 ，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不 应

成 为 违 法 违 规 占 用 土 地 的 理

由。早在 2020 年，国务院办公

厅先后下发 《关于坚决制止耕

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关

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

食生产的意见》，严禁违规占用

耕 地 从 事 非 农 建 设 和 非 粮 生

产。2023 年底，自然资源部印

发 《乡 村 振 兴 用 地 政 策 指 南

（2023 年）》，规定了 12 项乡村

振兴用地负面清单，其中就包

括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

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及

挖湖造景等。

政策三令五申，但为何类似的违法法规

占地仍屡禁不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部

分地方缺乏大局观和系统思维，只看到土地

投入对乡村经济的拉动作用，没

有考虑到违法用地可能占用耕

地，这种行为将违反土地管理法

和相关法规，是违法违规的。在

此次督察中，有不少违法违规占

地问题是边整改边复发，如辽宁

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曾

被 通 报 占 用 土 地 建 设 “ 大 棚

房”，已在整改中，但今年又发

现当地一个生态休闲农场存在同

样问题。正是由于地方和部门利

益的思维模式，导致了这些问题

的反复拉锯。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我 国 在 经

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

城市发展“摊大饼”和土地低

效利用的问题。第三次国土资

源调查显示，2019 年我国建设用

地达 6.13 亿亩，较 2009 年第二次

国 土 资 源 调 查 时 增 加 了 1.28 亿

亩。其中比较明显的是，为拉

动经济增长，大量工业用地被

粗放式低效利用。现在，在生

态 文 明 和 乡 村 振 兴 的 大 背 景

下，须重新思考如何实现乡村

经济发展和保护耕地之间的均

衡，不可再走盲目扩张和建设

的老路。

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是我

国基本国策，事关粮食安全和社

会长治久安，是关系 14 亿多人

吃饭问题的大事。地方政府要完

整、系统地看待发展问题，既要

发展经济，也要担当起保护耕地

的责任。要继续压实地方党委和

政府责任，实行党政同责，从严

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

行为，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

化”，对耕地保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

渎职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中国的能源转

型》白皮书。白皮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分为 6 个

部分，分别是新时代中国能源转型之路、厚植能

源绿色消费的底色、加快构建能源供给新体系、

大力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推进能源治理现代

化、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看待白皮书

发布的意义？下一步能源转型如何推进？记者

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能源与绿色低碳

发展部部长景春梅。

问：中国为什么要发布关于能源转型的白皮

书？与此前的白皮书相比有什么不同？

景春梅：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推进，绿色低碳、数智化、可持续发展成

为时代主题。各国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不

同，如何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转

型，既是共同的目标，也是面临的难题。中国推

动能源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回答了世界之问、时

代之问，也展现了中国之治、大国担当。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能源事业加快发展，中

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能源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走出了一条

符合国情、顺应全球发展大势、适应时代要求的

能源转型之路。

中国政府发布能源转型白皮书，旨在全面

介绍 2014 年以来中国能源转型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分享中国能源转型的实践做法，表达中

国携手各国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坚定主张，这

为破解全球能源转型难题提供了“中国实践”

和“中国方案”，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公共

产品”。

与以往中国政府发布的能源白皮书相比，此

版白皮书的特点在于：以“四个革命、一个合

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全面

介绍中国推动形成能源绿色消费新模式、构建

新型能源体系、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推进能

源治理现代化取得的积极成效，展示中国持续

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

发展的努力和贡献，系统阐释了中国能源转型

的基本理念，全面介绍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实践

成就，客观展示了中国为全球绿色转型作出的

突出贡献，鲜明阐述了中国携手各国共建清洁

美丽世界的坚定主张。

问：中国的能源转型有哪些亮点？

景春梅：中国能源转型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

下 4 个方面：一是推动了清洁能源发展进入快车

道。2023 年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超过 15 亿

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清洁能源发电量约 3.8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将近 40%，比 2013 年提

高了约 15 个百分点。10 年来，中国全社会用电

增量中，有一半以上是新增清洁能源发电，中国

能源的绿色含量不断提升。

二是支撑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10 年

来，能源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大约 39 万亿元，

大概每年平均将近 4 万亿元，一次能源的生产能

力增长了 35%，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我们建立起了完备的能源装备制造业

产业链，新能源、水电、核电、输变电、新型储能等

领域技术创新不断加快，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成长

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支柱。

三是保障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10 年来，中

国的能源供需保持平衡，能源价格总体平稳，14

亿多人口的能源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2015 年

历史性地解决了全国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全国

人 均 生 活 用 电 量 从 500 千 瓦 时 增 长 到 了 将 近

1000 千瓦时，翻了一番。农村地区户用光伏规模

达到了 1.2 亿千瓦，每年可以为农户增收 110 亿

元，增加就业岗位约 200 万个。

四是与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

与 2012 年相比，中国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超

过 26%，能源资源实现了绿色集约化开发。平均

供电煤耗降到了 303 克标准煤/千瓦时，先进煤

电机组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水平与天然气

发电机组限值相当。中国能源转型有效促进了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和美丽中国建设。

问：未来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的着力点是

什么？

景春梅：10 年来中国能源转型的成就来之不

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产业

发展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效率偏低，一直

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但中国坚定不移

走绿色低碳的能源转型之路，在短短的 10 年里，

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链，

在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规模和建设成本上都领

跑全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能源转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

统性变革，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需要在能

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稳中求进、久久为功。未

来进一步推进能源转型需要特别重视三方面

工作：

一是加强能源技术创新。关注氢能、储能以

及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应用，

针对某些环节的短板和弱项，加快技术创新和自

主技术的突破。

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我国新能源装机规

模很大，增速很快，但是电网系统对新能源的接

纳能力还有待提升，这是目前能源转型中的最大

堵点。建议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使电网更高比例、更大规模接纳

新能源。

三是进一步破解新能源生产和消费空间错

配难题。优化能源生产力布局和促进产业协同

发展，绿电“天上走”和绿氢“地下输”并

举，进一步加大新能源外送力度，多措并举提

升新能源就地消纳水平，加快构建绿色低碳能

源消费体系。本版编辑 杨忠阳 祝君壁 美 编 高 妍

□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坚定不移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能源与绿色低碳发展部部长景春梅

本报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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